
古诗心得体会 古诗诗心得体会(模板8
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体会，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记录心得体会对于我
们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
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古诗心得体会篇一

古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文学的瑰宝，它以其
优美的语言、深刻的意境和鲜明的人文情感吸引着读者的眼
球。阅读和学习古诗能够拓宽我们的视野，增强我们的人文
素养和语言表达能力，下面我将结合我自己的学习和体会，
分享我对古诗的理解和认识。

一、古诗的语言艺术

古诗以其优美的语言成为了文学艺术的代表之一。它以厚重
的文化背景为依托，借助深刻的象征和大量文学修辞手法，
将凝练的思想和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行云流水般的句子，
优美动人的汉字，像是唤醒了世界上沉睡已久的古代历史文
明。

二、古诗的思想与情感

古诗不仅具有独特的语言特点，也表现了多样的思想和情感，
折射出古代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内涵。比如，王之涣的
《登鹳雀楼》一诗似是在描述爬山的经过，实则是一幅中国
历史文化的缩影；杜甫的《春望》则表达了作者深深的思乡
之情；而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则抒发了对友人的不
舍之情。这些古诗不仅从情感上折射了古代人们的思想和情
感，也为后人展现了古代风貌和人文景观。



三、古诗的文学内涵

古诗的文学内涵来源于它的语言特点和文学修辞手法的具体
呈现。夸张、借代、反复等诸多手法，不仅让意境变得生动
有趣，也让古代思想和文化得以深入人心。如李白的《将进
酒》诗，结合强烈的音乐节奏，把宴会中的豪气和个性尽情
描绘出来；而《卜算子·咏梅》则用“五月”的寒冷尤其妙
趣横生描绘了梅花的凄婉之美。

四、古诗的知识内涵

古诗也常常蕴藏着广泛的文学、科技和社会知识，可以为读
者开阔眼界，扩展知识面。一些古诗如《长恨歌》、《离骚》
等作品，深入挖掘了古代历史文化，展现出了古人的世界观
和人生哲学。而一些古诗则表现了古代社会的风貌、拜访礼
仪以及科技知识，例如黄庭坚的《寄扬州韩绰判官》中所包
含的扁舟制作、起橹的使用等多个场景和细节都是古代的社
会常识。

五、古诗对现代人的启示

尽管古诗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与现代相差甚远，但是，它
们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和文化内涵却是历久弥新的。它们启
示了我们珍惜时光，不忘初心；学会思考，了解人生的哲理；
锻炼语言，提高写作能力。所有这些，都在古诗中体现得淋
漓尽致。

总之，古诗是中华文化的珍宝，是文学的典范。学习和欣赏
古诗，不仅能够提高我们的文化修养，也能够让我们在日常
生活中更加自信和从容，彰显我们对中华文化的感恩与自豪。

古诗心得体会篇二

从小，我就被古诗的那种韵味所吸引，因为它能带给我欢乐



与喜悦，还可以让我感受到诗人的那种对写诗时抒发的种种
感情。

元朝王旭写的踏莎行·雪中看梅花是我小时候读的第一首诗，
踏莎行又名《柳长春》《喜朝天》等，属于仄韵格。句中令
我深刻的是“雪花全似梅花萼。雪花不似梅花薄。”，作者
通过对比的手法和反衬手法，对梅与雪有所褒贬，借景抒情
突出了作者对梅花的喜爱和赞赏之情。

我最喜欢的诗人是杜甫，它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为
我们留下了1400多首诗歌。在艺术上，力倡“转益多师”，
注意吸收融合各家之长，又坚持“别裁伪体”的批判精神，
成就极高，以律诗和古体见长，具有“沉郁顿挫”的独特的
艺术风格。我最喜欢的是他的《江汉》一诗——“江汉思归
客， 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
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 不必取长途。”这首诗通过描
写“落日”“秋风”，营造了雄壮、开阔的意境，而诗中
的“心犹壮”“病欲苏”则让我读懂了诗人“烈士暮年，壮
心不已”的乐观阔达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其次，苏轼也是我喜欢的一个诗人，在读过的诗当中，苏轼
的诗是我读的最多的，它被号为“东坡居士”，而世人称其为
“苏东坡”，是我国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人，豪放
派词人代表。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
世称“三苏”。作为杰出的词人，他开辟了豪放词风，同杰
出词人辛弃疾并称为“苏辛”。在诗歌上，又与黄庭坚并
称“苏黄”。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因此，我对苏轼既是崇拜，
又是佩服。

苏轼的《念奴娇 赤壁怀古》是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这首诗
气象磅礴，格调雄浑，高唱入云，其境界之宏大，是前所未
有的。诗中又以空前的气魄和艺术力量塑造了一个英气勃发
的人物形象，透露了苏轼有志报国、壮怀难酬的感慨。



我不知道读过多少诗词，也不知读过多少名人的诗篇。但是，
每位诗人都让我感受到不一样的感受和不一样的人生体会，
有忧国忧民、建功报国、思乡怀仁、怀才不遇、山水之情的
浓厚思想，也有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怀古伤今……在这些
清新自然、朴实无华、明白晓畅、雄浑豪放的语言风格中，
我在古诗词的海洋中成长长大。

我爱古诗词，因为他带给我无穷无尽的欢乐与喜悦，带给我
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人生启示，激励着我永远要向这些诗
人一样，做一个有抱负的伟人。

古诗心得体会篇三

古诗是中国文学的瑰宝，每一首古诗都蕴含着诗人们深邃的
思想和丰富的感情。在阅读和研究古诗的过程中，我深深地
感受到了其中的魅力，也对文学古诗有了更深的体会和理解。
下面，我将从五个方面来分享我的心得体会。

首先，古诗给予我治愈的力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面
对琐碎的烦恼和重重的压力，而古诗却能将我们从这些烦恼
中解脱出来。读古诗，就像是进入了一个另一个世界，诗人
们用心灵的触碰传递着温暖与力量。诸如李白的《静夜思》、
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等经典名篇，就像是世界上最美妙的
音乐，响彻在我的心灵深处，将积压已久的烦忧都一一融化。

其次，古诗让我沉浸在历史的长河中。古诗是文化的瑰宝，
它们见证了中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读古诗，我感受到了历
史的厚重和文化的博大。杜甫的《月夜忆舍弟》、白居易的
《长恨歌》等，不仅仅是诗人个人的情感抒发，更是时代的
写照和民族情感的流露。通过古诗，我也了解了不少历史人
物和历史事件，这让我对历史充满了兴趣，更加珍惜当下的
幸福和和平。



第三，古诗培养了我的修养和情操。古诗融汇了中华民族精
神的精华，给予了我独特的人文关怀和审美视角。诗人们通
过艺术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美、善、爱的理解和追求。细
读古诗，我能感受到这些诗人内心深处的善良、柔软和对世
界的热爱。这让我从中获得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尚的品味，
不仅仅是学会了欣赏古文化的价值，更是培养了我对美的追
求和对人生的热爱。

第四，古诗让我领悟到语言的魅力和力量。古诗的词藻华美，
字句精妙，通过有限的文字，诗人们表达了无尽的思想和情
感。诸如李清照的《如梦令》、杜牧的《秋夜将晓出篱门迎
凉有感》等脍炙人口的佳作，充分展示了语言的美与力量。
古诗教会我如何用简洁而富有表达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
和情感，让我深刻认识到词语的重要性和魅力。

最后，古诗激发了我创作的灵感。每当我阅读古诗时，我感
受到一种浓烈的创作欲望。古诗在艺术上的独特之处和给予
读者的感受，让我想要用自己的笔触，去创造出属于我自己
的文字世界。正如白居易所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
下寒士俱欢颜”，古诗激发我对写作的热情和对文学创作的
渴望。

综上所述，古诗给予了我治愈的力量，让我沉浸在历史的长
河中，培养了我的修养和情操，领悟到了语言的魅力和力量，
并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它们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也是我心灵的精神寄托。通过读古诗，我更加热爱着中国文
化，也对未来的文学创作充满了期待。

古诗心得体会篇四

在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一定没少看到经典的古诗吧，
古诗言简意丰，具有凝炼和跳跃的特点。你知道什么样的古
诗才能算得上是好的古诗吗？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文古诗



词教学培训心得体会，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
所帮助。

5.18——5.21，我有幸参加了在诸暨市教师进修学校和城东
实验小学举行的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培训活动，听了5位老师
的精彩课堂，以及4位特级教师的讲座，我感受颇深。

每一位授课老师以配乐、吟唱、朗诵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示
了一场精彩纷呈的中华古诗文诵读成果汇报演出，这几堂课
让我眼前一亮，心头一震。唐宋、明清的'历史脉络，尽显古
今诗文的博大精深、醇厚芳香，散发出浓郁的书香气息，荡
气回肠，令全体老师如沐春风，如饮甘露。总而言之，从这
样一堂集古典与现代、文学与艺术之美于一体的课堂中传递
出了中华文化的神韵和不朽魅力，并足见各位老师的功底之
深厚!

这次活动有省内特级教师设计全新的观摩课，各位老师虽然
授课的风格、运用的教学艺术各有特色，但每位老师都展示
出深刻的文化内涵，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富有魅力的语言艺术，
将我们带到经典诗文教学的神圣殿堂，让我们回味无穷。每
一场报告都呈现出老师们精湛独到的教学艺术，一个个教学
案例让我们感到真情荡漾，自然流畅，活泼生动，受益匪浅。
其中让我深感眼前一亮、受益匪浅的是黄吉鸿老师上午讲座，
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对小学语文教材的熟悉让我们深深折服。
整场报告中他旁征博引，妙语如珠，他对古诗词文本独到的
理解与深刻的解读，是我在过去的教学中所不曾用心关注过
的，这一点让我们望尘莫及，带给大家的震憾是无穷的。张
英老师教《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让听课的人如同走进了
一个诗意的天地，整堂课中，张老师始终是如此的沉稳，一
字一句，细细推敲，优美的视频，生动并带有回味的声音将
学生们慢慢地带入诗境中，学生也在学习过程中领略到了古
诗文的经典魅 力，同时用朗读、吟诵、想象、小练笔等教学
手段更是将诗文教学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四个部分有机组合
互为支撑，融为一体，看似简单，却把孩子们学习古诗的积



极性极大的调动起来，让他们在形式多样、充满情趣的反复
诵读与想象中，既弄懂诗句意思，又充分感受到诗的意境，
从而获得审美的愉悦。

看到各位名师的风采，使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的心
中对小学语文古诗教学有了一种新的感受和认识，多了一层
深刻的理解。再反思自己的工作，还缺乏更多的思考与钻研，
以及厚重的文化积淀，因此要想在教学中不断推陈出新，就
必须要注重充分挖掘文本，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脚踏实地，
不断总结，不断反思，也只有这样，我们方能点燃和引发教
学的火花，不断提高教学的境界，谱写美丽的教育人生。

古诗心得体会篇五

梅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它常常被赋予高雅、
坚韧、清雅等含义。梅花的形态和生境使它成为诗人们喜爱
的创作题材，这也使得梅花成为了中国古诗中的一个重要题
材。其中，《宋江南梅花》、《梅花三弄》、《闻王昌龄左
迁龙标遥有此寄》等梅花诗篇不仅描绘了梅花的形态，同时
也表达了诗人们对于梅花所赋予的各种含义的深刻理解。

第一段，梅花傲雪。宋代诗人王安石的《梅花》中写
道：“瘦骨如松从削就，傲雪凌霜色转成。”这句诗句娓娓
道来，所展现的梅花形态，不仅指涉到梅花内在的高洁性格，
更是与王安石的这一生命境界相得益彰。梅花不畏严冬，从
中得到积极向上的能量与生命力，并将这样的能量带给人们。
加上王安石怀揣爱国情怀，所以王安石特别喜爱描写梅花。
他在《梅花》里用艺术手法描写了此时此刻的梅花，不仅表
达了诗人对于梅花的赞美，更凝结了诗人内心的情感与境界。

第二段，梅花幽香。唐代诗人白居易所写的《赋得古原草送
别》中，对梅花的描写尤为生动细腻，其中有“远树带行客，
孤城当落日。长亭连短亭，起舞弄清影。何况在人间，朝朝



暮暮。惟愿当歌对酒时，能有几多愁。”一段描写，描述了
梅花被送别时所萦绕的悲心。其中所蕴含的“孤城当落日”、
“清影”、“几多愁”等意象，都表现出梅花内在的深情，
展示了它独特的精神风骨。这样的精神风骨与悲凉情感在诗
人笔下得到完美连接，更增加了它的深远意蕴。

码头设红旗。这句诗描写了梅花在极其寒冷的气候环境下能
依旧绽放，与自然进行大对话。此外，杜甫的这首诗也表达
了对于王昌龄的祈福和祝愿，间接地表达出了忠诚和高洁的
情感。梅花作为高雅、坚韧的象征，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诠
释。

第四段，梅花坚韧。元代郑板桥所写的《画梅》诗中提
到“正是梅时节，愁肠欲断谁能度。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
巫山枉断肠。”郑板桥通过诗歌的手法描绘了梅花自成一派
的风范与高傲姿态。梅花在傲霜斗雪中不倒，且每个细胞都
有一种坚守不变的力量，令人敬爱。

第五段，雅俗共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雅与俗早已是有
别的，但梅花却化俗为雅，体现出了一点点众生平等的味道。
明代陈继儒的《五杂俎·义学》有“俗人雪上看梅花，有几
人能识字画。”的语句，揭示了梅花的境界可以让大众尝到
一些高雅情感的味道，在喧嚣的人世间得到一些宁静的体验，
足以成为雅俗共赏的题材。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中，梅花一直被赋予高雅、坚韧、清
雅等多种含义。梅花的形态、香气、以及生态所体现出的精
神在作者的笔下得到了细腻的刻画，赋予了他们独特的内涵
和意蕴，也使得读者不仅欣赏到了他们的艺术魅力和美感，
也收获了一份注重人文情怀的文化收获。梅花的美与雅俗共
赏，令人称道。



古诗心得体会篇六

静夜思

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下册：《春晓》孟浩然,《村居》高鼎,《所见》袁枚,《小池》
杨万里

春晓 (孟浩然)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村居 高鼎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扬柳醉青烟. 儿童放学归来早,忙趁东
风放纸鸢.

所见 袁枚

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 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

小池 杨万里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
蜓立上头.

古诗心得体会篇七

古诗词作为中华文化的精髓之一，有着悠远的历史和深远的
影响。自古以来，人们通过阅读、吟诵古诗词，感受其美和
哲理，获得心灵的滋养和启迪。在我阅读古诗词的过程中，



也有了一些心得体会，我将通过下面的五个方面来谈谈我的
感受。

首先，古诗词给我带来了美的享受。古诗词的文字凝练，意
境空灵，展示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观。在阅读古诗词时，我
常常能够感受到文字中的美感，仿佛置身于其中，与诗人共
鸣。比如，当我读到杜甫的《月夜忆舍弟》时，诗中“戍鼓
断人行，边秋一雁声”字里行间渗透出的孤寂和壮美，让我
陶醉其中，感受到了杜甫对家园的思念之情。这种美的享受
让我对古诗词产生了更深的热爱。

其次，古诗词教会我如何审美。在阅读古诗词的过程中，我
逐渐学会了欣赏和感受其中的内涵。通过学习鉴赏古诗词的
方法和技巧，我对古代文人的创作意图和修辞手法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比如，在欣赏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思》时，我
能够感受到他通过简洁的语言表达出的深情和孤独。这种审
美的体验不仅让我对古诗词更加感兴趣，还让我在日常生活
中更加敏锐地感受到美的存在。

第三，古诗词使我品味到了哲理的深刻。古诗词中常常蕴含
着丰富的哲理和智慧。通过阅读古诗词，我接触到了许多宝
贵的人生哲理，从中汲取了许多人生的智慧。比如，王之涣的
《登鹳雀楼》中写道：“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这两
句简洁的诗句表达了壮丽的景色和时间的流逝，寓意着人生
短暂，教导了我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的时光，积极面对生活。
因此，古诗词对我的思想道德修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四，古诗词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通过接触古诗词，我对
文学创作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我深深地被古人优美的语
言和独特的艺术表达所折服，也渐渐产生了自己创作的欲望。
我开始琢磨古人的诗词技巧和表达方式，努力写出自己的作
品。通过多次的实践与尝试，我逐渐提高了自己的写作水平，
也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古人的创作才华和创造力。



最后，古诗词教会了我如何感受生活。古诗词中常常表达了
诗人对生活的感悟和体验。在阅读古诗词时，我能够感受到
古人对自然、人情、社会的细腻观察和深情体验，这也让我
学会了用更开阔的视角去感受和理解生活。我明白了人生的
起伏和无常，学会了从容面对生活中的困扰和烦恼，在琐碎
中找到美和宽慰。这种感受生活的能力让我更好地处理人际
关系，增添了我内心的安宁和坚定。

总之，古诗词给予了我美的享受、审美的能力、哲理的启迪
以及创作的激情。通过与古人对话，我明白了人类对美的追
求和思考，也发现了自己对于古诗词的热爱和魅力。无论是
美的享受还是哲理的探索，古诗词都在我的心中播下了希望
的种子，让我更加热爱生活，感悟生命的真谛。通过学习和
传承古诗词，我们能够坚守中华文化的精髓，让古诗词之美
传承下去，继续滋养我们的心灵，也点亮我们前行的路。

古诗心得体会篇八

寒沙四面平，飞雪千里惊。

风断阴山树，雾失交河城。

朝驱左贤阵，夜薄休屠营。

昔事前军幕，今逐嫖姚兵。

失道刑既重，迟留法未轻。

所赖今天子，汉道日休明。

也许是长久偏安于江左的青山绿水，不闻飞骑击虏、角声马
鸣之故吧，南朝稍有壮心的文人士子，往往热衷于汉人出塞
千里、勒铭燕然的军戎生涯和辉煌业绩。因此，仿“古诗”、



叙汉事，借以抒写自己的怀抱和感慨，也成了他们作诗的一
大爱好。范云这首诗，正以“效古”为题，倒转时空，把自
身带入了六百年前边塞征战的戎马倥偬之中。

诗之开篇以粗放的笔触，勾勒了塞外严冬的苍茫和凛
冽：“寒沙四面平”写浩瀚的飞沙，在翻腾如浪中猛然静歇，
填平了四野起伏的丘谷。运笔静中寓动，极富气势。“千里
飞雪惊”则又动中见静，让荒寂无垠的瀚漠，刹时被纷扬的
飞雪所笼盖，境界尤为开阔。一个“惊”字，表现诗人的主
观感觉。展现在读者眼前的塞外景象，正如《楚辞·招魂》
所述：“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令人心骇而骨惊。就是
在这样的背景上，诗人恍已置身于顶盔贯甲的汉卒之中，正
冒着风雪，向茫茫阴山、皑皑交河进发。“阴山”横亘于今
内蒙古境内，往东遥接内兴安岭。山上本来草木葱茏，而今
在狂烈的寒风袭击下，时时可见高大树枝的摧折；“交河
城”则远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正是车师前王的治所。此刻
在雾气缥缈之中，它竟像海市蜃楼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从
阴山到交河城，空间相距远不止千里。诗中却以“风
断”、“雾失”两句，使之近若比邻。如此巨大的空间转换，
不仅表现了塞外瀚漠的辽阔，更为活跃在这一背景上的士卒
征战生涯，增添了几多壮色和扑朔迷离之感。

以上四句重在写景，豪情万丈的出塞健儿，似还只在背景中
若现若隐。自“朝驱左贤阵”以下，他们终于大显身手
了。“朝驱左贤阵”一句，写的是飞将军李广亲自指挥的一
场激战。据《史记》记载，当时李广率四千骑出右北平，迎
战匈奴左贤王十倍于己的骑兵。李广布圆阵拒敌，“胡急击
之，矢下如雨”，“吏士皆失色”。而李广“意气自如”，
执大黄弩射杀匈奴偏将数人，终于坚持到援军到来，突围而
出。“夜薄（迫近）休屠营”抒写的，则是骠骑将军霍去病
的一次胜利远征。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霍去病将万骑
出陇西，“过焉支山千有余里”，杀折兰王、斩卢胡王、执
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收休屠祭天金
人”，一时名震遐迩。这两次战役，在时间上相隔五、六年。



诗中却以“朝驱”、“夜薄”使之紧相承按，大大增添了塞
外征战的紧张态势，将出征健儿勇挫强敌的豪迈之气，表现
得痛快淋漓！接着“昔事前军幕，今逐嫖姚兵”二句，又回
射上文，抒写主人公先后追随前将军李广、嫖姚校尉霍去病
屡建奇功的经历。语气沉着，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身为名
将部属的深切自豪感。

以上一节描述出塞千里、接战强虏的英勇业绩，读来令人神
旺。不过，军戎生涯除了长驱直进的胜利外，也难免有意外
的失误和挫折。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即使功业显赫的名将，
也仍要受到军法的惩处。“失道刑既重”，说的正是李广晚
年的不幸遭遇：李广率师出征，因为无人向导而迷失道路；
大将军卫青追究罪责，李广终于含愤自杀。“迟留法未轻”，
则指博望侯张骞，随李广出塞，迟留后期，按法“当斩”，
只是由于出钱，方才“赎为庶人”。这样的失误，虽然难免，
但军法如山，不可宽贷。这又使充满英勇气概的军戎生活，
蒙上了一重悲壮的色彩。唯其如此，它才更加可歌可泣；在
诗人眼中，也更富于浪漫气息和奇异的吸引力。汉代的边塞
征战，正是这样，以它辉煌的业绩和悲壮的色彩，写在了汗
青史上。何况，这些业绩，又是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分不开
的'。倘若不是他的果断决策，汉代则不能有此美善旺盛（休
明）的壮举。所以，诗之结尾，诗人不禁发出了“所赖今天子
（汉武帝），汉道日休明”的热烈赞叹。倘若联系诗人生活
的齐梁时代，朝廷积弱，只能坐看北方异族铁骑纵横，读者
可以感受到，诗人的结句又包含了无限感慨和不尽之意。

“效古诗”名为“效古”，诗中其实总有诗人自己的身影在。
范云身为齐梁诗人，写的虽为汉代古事，但因为用了第一人
称，在时序上又故意倒“古”为“今”（“今逐”、“今天
子”），便在诗中造成了一种古今错综、彼我交融的奇特效
果。出现在诗中的主人公，看似汉代士卒，却又融入了诗人
的感情。恍惚之中，似乎不是诗人回到了汉代，倒似当年的
李广、霍去病，穿过六百年的时空，奇迹般地出现在南朝，
正率领着诗人，仰对瀚漠的朔雪、狂风，转战于阴山、交河。



而读者呢，也恍惚与诗人一起，参加了“朝驱左贤阵，夜薄
休屠营”的战役，为胜利的突围而欢呼，为“失道”名将的
陨身而堕泪。这是一种错觉，但它的奇特效果，正是由范云
这首《效古诗》的独特表现方式所造成的。


